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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间：2020年3月25日
采访地点：舟山市新城保亿

风景沁园小区

人物简介：姚成相，男，籍贯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胡阳镇，现年
91岁，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6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历任通讯员、警卫员、正副
排长、指导员、教导员、政治处主
任。淮海战役立二等功，济南战
役立三等功，荣获了渡江战役、解
放战争、淮海战役等胜利纪念
章。1950年第22军解放舟山，进
驻舟山，他也随军前往。1976年
5月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担任舟山
建筑工程公司党委书记，直至离
休。现住舟山市新城保亿风景沁
园小区。

姚成相的一生
是伴随着共和国的
沧桑走过来的，他
从童年开始就经常
到村头站岗放哨，
传递情报，参与了
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的斗争。16
岁开始成为一名解
放军战士，参加过
著名的许昌战役、
洛阳战役、开封战
役、济南战役、孟良
崮战役、淮海战役、
渡江作战和解放浙
东沿海等战役战
斗，可谓是枪林弹
雨，出生入死，与千
千万万革命前辈一
起用一颗勇敢的心
和强有力的手，迎
来了共和国的曙
光，实现了中国人
民站起来的豪迈。
他爱祖国、爱人民、
爱军队、爱家人，乐
于付出，勇于牺牲，
顾大家、舍小家的
家国情怀，在晚辈
的心灵中矗立起了
一座丰碑。

我老家在山东省临沂市费县胡
阳乡，是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期间，
我替地下游击队放哨、送信、送情
报。因工作积极，1945年9月，只有
16岁的我被地下党组织秘密吸收为
共产党员。1946年6月，我把与我
一起干地下工作的12名“童子军”带
出来，一起参加解放军。在新兵团，
首长叫我们排好队，大声喊：“谁是
共产党员？站出来。”我向前跨出两
步，站了出来。首长搭着我有肩膀
大声宣布：“你就是班长。”同伴们简
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党员，
咱们咋不知道？”但上级的命令不得
不听。

到部队当天晚上就打仗了。蒋
介石用100个旅的兵力进攻山东，扬
言用 3个月时间把我们赶到黄河
去。我所属部队在栗裕指挥下，认
真落实毛主席战略战术，有力击败
敌人阴谋。

我在栗裕部队，先后参加过中
原突围，参加过著名的许昌战役、洛
阳战役、开封战役、济南战役、孟良

崮战役。最后，我人民解放军在淮
海战场上以摧枯拉朽之势，砸烂了
国民党军中号称“老虎团”的王牌军
后，挟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在军长孙
继先的指挥下，1949年5月5日占领
浙江省会城市杭州,，接着奉命挥师
东进。

5月19日拂晓，先头部队前进
至曹娥江西岸东关镇，被曹娥江国
民党军设置的江防所阻。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在余姚
北面，我们与敌军相遇，双方怒目相
视，一击即发。我部快速一排儿拉
开队伍，做好战斗准备，大声回答:
“老子是青年革命军的，你们……”

“自己部队，自己部队。”敌军怕
吃眼前亏，就慌慌张张撤走了。

随着宁波以及江浙大陆的相继
解放，日暮途穷的国民党漏网之敌
依附舟山群岛，疯狂地实行海上封
锁，轰炸、扰乱沪杭甬地区，使华东
地区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受到严重破坏。

1949年7月，第七兵团在宁波

召开作战会议，传达毛主席中央军
委和第三野战军关于解放舟山群岛
的指示，决定由二十二军进攻大榭、
金塘及舟山本岛，由二十一军六十
一师进攻舟山南部岛屿，并要求二
十二军于8月15日前打下金塘，9月
上旬发起对舟山本岛的进攻。

为此，我们部队迅速向宁波集
结。

由于我们大陆兵打惯了陆战，
对海上作战没有经验，遇到风浪相
当危险。针对战士普遍来自北方，
对大海很陌生的现状，我军从1949
年8月起展开了大规模的海上练兵
运动。

当时，敌机不断侦察、搜索我解
放军的船只，一发现目标就轰炸、扫
射，我们只能在夜间进行训练。

有的战士用帆船模型，请船老
大讲解航海技术。在演习渡海登陆
中，大家不怕枪林弹雨，涉越水沟向
前冲……大家明白，只有苦学苦练，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渡海作战，首先需要船舶。船，

是海上的战马，渡海的工具，是部队
跨海东征，决战舟山群岛的关键。

然而，在国民党大军溃败撤退
时，早已掳走大陆沿海一切船只。
为此，我们从山东、苏北和苏南，动
员并修造了成千上万艘船舶，用火
车运往浙东沿海。

与此同时，宁波的军民作为后
方支前主力，为解放舟山尽可能地
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可谓是要人
给人，要物给物，谱写一曲“军民团
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赞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不打
无准备之战，摸清敌情是先决条
件。我们侦察部队起着不可替代作
用——我们将舟山匪军工事侦察
好，并编绘成图，供上级决策参考。

打过介许多仗，怎么不负伤？
在枪林弹雨中，一发子弹穿进我的
钢帽，擦破我的头皮，如今还留着伤
疤。

至今我还珍藏着淮海战役纪念
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
念章，这些都是我戎马一生的见证。

枪林弹雨何所惧 吹响解放舟山集结号

“乒，乒……”1949年8月18日
18时30分，两颗红色信号弹划破东
海岸的夜空。顿时，大炮齐鸣。夜
幕中，炮弹如同一条条火龙，喷着火
焰，冲向大榭岛。霎时间，大榭岛国
民党守军的前沿阵地上，浓烟滚滚，
一片火海——一夜之间，大榭岛被
解放军攻克。

在大榭岛战斗中，洛阳营营长、著
名战斗英雄林茂成，不幸光荣牺牲。

打大榭岛时，我19岁，在侦察营
当指导员。

为扫除定海外围屏障，1949年
10月3日，我军发起了对金塘岛守
敌的攻击。下午5时开始炮击。6
时半，一九○团、一九六团、一九八
团在长达20里的海岸线上，以五百
只战船直捣金塘，仅1小时就抵达敌
岸，并迅速突破滩头阵地，继而投入
纵深战斗。5日晨，战斗结，共毙俘
敌一○二师副师长李湘萍以下2400
余名。归我统一指挥的六十一师随
即于7日占领六横岛，12日占领虾
峙岛，18日占领桃花岛，歼敌1000

多名。
此时，舟山守敌陆续增加兵力，

加筑工事，至1950年4月，已增至12
万人。

为夺取舟山，接受登步岛、金门
岛作战教训，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特
别强调充分准备，并增调四个军参
战，至1950年5月我军渡海作战准
备基本完成。

就在解放军加紧进行渡海作战
准备之际，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固守
台湾，决定放弃舟山。1950年5月
13日晚，国民党各部开始撤往台
湾。为了不被解放军发现，国民党
军队边“转移”（其实就是撤退），边
以假象大造反攻大陆声势。同时进
行一系列破坏，焚烧了无法带走的
汽油，炸毁了岱山岛上的飞机跑道，
定海城一片狼藉，还派出军舰封锁
航道及周围海域。至16日夜国民党
军队全部撤退。

由于舟山岛内共产党地下组织
遭到破坏，加上国民党军队对海上
严密封锁，岛上共产党地下党组织，

无法传递情报，所以我部没有在第
一时间发现国民党军队的行动。

国民党军队全部撤退这个情报
是否可靠？舟山前线第22军立即派
我们侦察兵前去侦察。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侦
察兵从金塘岛下海，乘夜色泅渡到
册子岛，潜入定海城内，现场获取了
大量国民党撤军溃逃的动态情报，
并迅速上报，上级如获至宝。

“这个龟儿子，要跑了，追!”根
据“向舟山群岛之敌，全线进攻”的
命令，22军军长孙继先一声令下，积
蓄在第22军指战员心中已久的无限
能量，顿时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全军以最快的速度登船，向舟山群
岛进军。

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2军、21军、23军，3个军近10万大
军，在隆隆的炮火声中，从东起登步
岛，西至金塘岛、镇海，15公里宽的
海面上，同时起渡，万舟齐发，全线
追击，一幅跨海东征，海上大进军的
壮丽图景，呈现在东海之上。

我们进攻舟山全都是木帆船。
一个班10多个人乘一艘木帆船，扯
着帆，顺着风驶过去，黑压压的一大
片，声势浩大！由于敌军全部逃遁，
所以各路大军势如破竹，好似摧枯
拉朽。

到17日，三路大军会师舟山本
岛。我们船靠道头时，排着整齐的
队伍陆续上岸。这时，道头两边锣
鼓喧天、鞭炮齐鸣，工人、农民和学
生夹道欢迎我们登岸，“共产党万
岁!”“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
欢呼声此起彼伏。道头两旁，大妈
大嫂捧着茶水慰问。

至19日，岱山、长涂、衢山、普陀
山等全部解放。五星红旗在舟山群
岛上空，迎着海风，迎着曙光，迎着
胜利，高高飘扬!

短短三天，舟山群岛全部解放！
舟山群岛战役的胜利，不仅为人民解
放军继续向东南沿海国民党军盘踞
的岛屿实施大规模进攻，创造了有利
条件，也为今后人民海军实施渡海登
岛作战积累了宝贵经验。

势如破竹渡东海 3天时间舟山群岛全部解放

舟山群岛全部解放后，5月20
日，舟山群岛军管会和定海人民政
府成立。不久，又在定海民众体育
场举行“庆祝舟山解放大会”。会场
布置得很庄严，在高高的戏台上方，
挂着“庆祝舟山解放大会”会标，正
中挂着巨大的红色五角星。参加庆
祝大会的人很多，有解放军指战员、
学生、工人、农民，还有社会各界代
表，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会场里
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歌
声嘹亮。“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
岁!”的口号声和“庆祝舟山解放”的
欢呼声响彻云霄。解放军高歌：“向
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
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
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
力量……”学生们歌唱《舟山解放
了》:“舟山解放了，舟山解放了，多
么的兴奋，多么的愉快，万恶的恶

魔，随着黑暗遁逃；人民的救星，随
着光明来到……”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53年4
月，在上海召开中苏友好大会，舟嵊
要塞区组织政工干部出席，我也应
邀出席。在回家路上，客轮触礁。
在万分危急时刻，舟嵊要塞区带队
领导指挥客轮冲滩，同时调派海军
舰艇抢救。舰艇来救时，客轮全部
沉没，只露一段桅杆，乘客全部落
水，在海面挣扎……所幸抢救及时，
没有人员伤亡。

舟嵊要塞驻军多，后方补给当
然跟上，所以海军建四一三医院，陆
军建一一三医院。

上世纪六十年代，按“备战、备
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要塞区根据
形势需要，又分别在普陀芦花新建
“380”医院，大巨岛新建一一九医院。

普陀“380”医院由王金良任院

长，杜芳新任政委，我任政治处主
任。医院属正团级，承担驻军医疗
责任。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
能敌。”当年，“380”医院除治疗从六
横、桃花、东极等岛屿驻军指战员
外，我们还十分重视军民关系——
医院大门向老百姓开放，给群众免
费治疗，培训农村赤脚医生，露天电
影欢迎当地群众观看等等。

当时渔农村因缺医少药，有的
渔农民因经济条件限制，看不起重
病，因此，好多渔农民来“380”医院
治疗。

我们以“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为宗旨，热情接待老百姓。

“解放军同志，快救救他吧。”
当地群众抬来一名重症病人。经检
查，病人高烧，神志恍惚，四肢抽搐，
颈部有较明显的抵抗，处于半昏迷

状态。家属介绍，病人已发烧数日，
头痛，恶心，几天下来，病情越来越
差。出于对部队医院的高度信任，
急忙把病人送到我们医院。

医生护士通力合作，给予特别
护理……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没有先
进诊疗设备，给医生治病带来困
难。但为了抢救病人的生命，医生
护士工作往往连轴转。

天气炎热，病房没有电扇，更谈
不上空调。医院从附近海洋渔业公
司冷库调来大量冰块，用于降温，冰
块成了当时的急需品。

在“380”医院期间，抓穿山甲的事
很有趣。一天夜办公结束，我在坑道
口发现一只穿山甲，关在空房子里，屋
里只放一辆破自行车，穿山甲逃跑心
切，拼命往钢丝里钻，一钻两钻甲片全
脱落，我只好送中药房当药材。

大难不死再立功 在“380”医院当政治处主任的日子


